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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強全社會的憲法意識，弘揚憲法精神，有必要向廣大巿民全面系統地推廣

《憲法》。今期續刊王禹教授的憲法系列文章（十一），歡迎市民閲覽。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文章內容以見報日的法例為依據） 

王禹  

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憲法的鮮明特徵和重要內容。現行憲法從多個方面確

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第一，憲法序言記載了二十世紀中國發生偉大歷史變革的

四件大事，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社會

主義建設取得重大成就，並進而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

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取得的。第二，憲法序言明確指出中國各族人民將繼

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三，憲法

第 1 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

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和人民的選擇。1840 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民

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無數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國救民道路。1921 年中國共產黨

成立。1949 年，在經過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鬥爭和其他形式的鬥爭以後，以毛澤東主

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

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https://baike.so.com/doc/6289156-650264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93227-650674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838165-1943818.html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形成和發

展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是憲法確認的執政黨，此外還有八個參政黨，即中國國民黨革命

委員會（1948 年成立）、中國民主同盟（1944 年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1945 年成

立）、中國民主促進會（1945 年成立）、中國農工民主黨（1947 年成立）、中國致公

黨（1925 年成立）、九三學社（1946 年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947 年成立）。

1948 年 4 月中國共產黨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

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1949 年 9 月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討論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國旗和國徽，通過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實行的國體、政體和其他基本制度，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

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

基本方針。“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壽

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一直共存到將來社會的發展不需要政黨的時候為

止”。1993 年憲法修正案第 4 條在憲法序言中增加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

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民主黨派享有憲法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範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

等。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既不是“在朝”與“在野”的關係，也不實行輪流執政。

在中國憲法體制下，各民主黨派作為各自所聯繫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

業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

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事業的參政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

要機構。 

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點是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

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憲法修改、

國家領導人人選、國家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重要方針部署、政府工作報告、群眾生活的



重大問題、外交方面和有關祖國統一的重要方針政策、各黨派之間的共同性事務以及愛

國統一戰線的其他重要問題，一方面由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作出決策，一方面事

先經過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共中央直接召開的座談會等方式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

士進行協商，廣泛聽取意見。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政黨制度和

憲法體制。 

 


